
“一老一小”相关家庭再迎减税红利。国务院日
前印发《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
准的通知》，决定提高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
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一老
一小”扣除提高后的标准是多少？老百姓如何享受
减税红利？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如何调整扣除标准，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根据通知，自 2023年 1月 1日起，3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
元提高到 2000元；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
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

“也就是说，每个孩子从出生到完成学历教育，
其父母每个月可以在税前扣除 2000元，每年 2.4万
元，这些扣除既可以由父母双方分别享受，也可以由
其中一方享受。”财政部税政司有关负责人进一步解
释道。

此外，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月
2000元提高到 3000元。其中，独生子女按照每月
3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

摊每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
过每月1500元。

“这次调整的 3项专项附加扣除都与‘一老一
小’直接相关，且扣除标准分别提高了1000元，可以
说调整幅度还是不小的。”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李
旭红表示，调整扣除标准有利于进一步减轻家庭抚
养赡养负担，更好改善和保障民生，对提高居民消费
意愿和能力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扣除标准调整后，广大百姓如何享受新的减税
政策红利？

记者了解到，纳税人还没有填报享受2023年度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
扣除的，可以在个人所得税APP或者通过任职受雇
单位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后享受。纳税人自9月
份纳税申报期起，就可以由任职受雇单位按照提高
后的新标准扣除，也可以在办理2023年度个人所得
税汇算清缴时按照新标准申报扣除。

那么，对于今年以来已按原标准填报享受“一老
一小”扣除的，如何按照新标准享受扣除呢？还需要

重新报送相关信息吗？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纳税人已经按照原标准填报享受2023年度这
3项专项附加扣除的，无需重新填报，信息系统将自
动按照提高后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计算应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此前多缴的税款可以自动抵减本年度后
续月份应纳税款，抵减不完的，可以在办理 2023年
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继续享受。

“纳税人对约定分摊或者指定分摊赡养老人专
项附加扣除额度有调整的，可以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或通过扣缴义务人填报新的分摊额度。”这位
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同时提醒，纳税人应当对填报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纳税人情况发生变
化的，应当及时向任职受雇单位或者税务机关提供
相关信息。对虚假填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税务
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三项分别提高1000元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调整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申 铖

为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赡养老人负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提高个人所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知》。

自2023年 1月 1日起，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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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达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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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31日电 9 月 1日出版的
第 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
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章指出，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
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
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
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
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
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
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
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
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
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
格。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
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
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
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
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
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
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
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
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
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
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
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和平
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
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
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
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文章指出，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
意义。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
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
合。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化形态。第三，“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
合”。“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
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第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
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
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
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五，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文章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
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
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文章指出，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
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第一，坚定
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
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第二，秉持
开放包容。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
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第三，坚持守正创新。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
当代华章。

文章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
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华社北京 9月 1日电 9月 1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就南非约翰内斯堡火灾向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致慰
问电。

习近平表示，南非约翰内斯堡市一栋建筑突发
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对罹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罹难者家属和

伤者表示慰问。面对灾祸，中方始终同南非政府和
人民坚定站在一起。相信在拉马福萨总统和南非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南非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困难。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8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电埃默森·姆南加古瓦，祝贺他当选连任津巴布韦共和
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津巴布韦传统友好。近年来，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

相互支持。我高度重视中津关系发展，愿同姆南加古瓦
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新
进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新华社北京9月 1日电 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将于9月 2日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将通过视频方式在峰会上致辞。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
播。

习近平致电祝贺姆南加古瓦当选连任津巴布韦总统

习近平就南非约翰内斯堡火灾向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致慰问电

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现场直播

第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 9月 1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3年 9月 1日

第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 9月 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3年 9月 1日

第十一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3年 9月 1日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新华社北京 9月 1日电 （记者 温
竞华）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
调查结果显示，2022年我国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达 12.93%，比 2020年的
10.56%提高了 2.37个百分点。公民科
学素质水平持续快速提升，为我国向创
新型国家前列迈进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这是记者从中国科协了解到的信
息。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
神，树立科学思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
解必要科技知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

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办、国办
去年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
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5%。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022 年我国
超三分之二省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超
过 10%。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
大区域科学素质水平呈领跑态势，其中
北京、上海、广州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中西部地区公民科学素质发展不平衡
情况有所缓解。


